
附件 7：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成果鉴定书

课题名称： 城郊初中 TCC课程开发的行动研究

课题立项编号： E-c/2020/03

课题类别： 立项课题

课题主持人： 孔海斌 孔德旺

工作单位： 常州市同济中学 常州市丽华中学

组织鉴定单位： 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

鉴定方式： 会议鉴定

鉴定日期： 2022年 12月 7日



以下一、二、三项由课题主持人负责填写：

一、提交鉴定的成果主件、附件目录（请注明出版物或出版社）

1. 课题结题报告一份。

2. 课题组成员通过行动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32篇（形成论文集），编写

专著 2本、教材 5册，其中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1篇；形成本课题得奖或公开课优秀案

例 27个（形成案例集）。具体如下表所示：

（1）核心成员发表论文、书籍成果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时间 出版社或评奖机构 作者

1
论文《实施 TCC 课程，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质》
国家级 2022.06 《中小学校长》 孔海斌

2 论文《赏识教育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国家级 2020.08 《教育》 孔德旺

3 论文《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教学实践》 核心 2021.07 《中国教育学刊》 戴界蕾

4
论文《基于 TCC 课程的机器人教学模式研

究》
国家级 2022.06 《科幻画报》 翟玲玲

5
论文《基于 TCC 课程的无人机项目教学研

究》
省级 2021.09 《求学》 张宇红

6
论文《开展 TCC 课程,提高物理实验教学的

有效性》
省级 2021.06 《数理报》 顾佳

7
论文《基于 TCC 课程机器人社团教学模式

的探讨和实践》
国家级 2021.01 《空中美语》 高金东

8
论文《基于 TCC 课程的仿生机器人教学策

略研究》
省级 2021.03 《智力》 沈尧

9 论文《如何巧设初中数学课堂的“趣”点》 省级 2020.12 《考试周刊》 张小华

10
论文《范导式教学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中

的应用》
省级 2022.04 《读写算》 龚萍凤

11 论文《“去远方”赋予的力量》 国家级 2021.03 《中国教师报》 徐青

12
论文《提升校园赏识文化内涵，着力打造

特色品牌学校》
国家级 2021.03 《中小学教育》 孔德旺

13 论文《拓宽办学思路，办“赏识”教育》 国家级 2021.1 《教育学》 孔德旺

14
论文《运用“任务驱动”让信息技术课堂

活起来》
省级 2019.05 《新课程》 张宇红

15
论文《浅谈分层教学在初中信息技术课堂

中的应用》
省级 2020.12 《试题与研究》 张宇红

16 论文《信息时代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省级 2019.12 《教育学文摘》 沈尧



17
论文《中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策略》
省级 2020.06 《新智慧》 沈尧

18
论文《“交互学习”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探究》
省级 2020.02 《初中生世界》 孔海斌

19
论文《变图学习策略在初中数学信息化学

习中的应用探究》
省级 2021.09

《时代学习报·教

研参考》
孔海斌

20 论文《初中信息科技新课程标准的思考》 国家级 2022.08 《教育与社科辑》 高金东

21

论文《关于中学英语教学与 E 学习整合发

展问题的辩证思考——基于理解理念构建

翻转课堂云教育模式引发的启示》

省级 2019.09 《教育界》 戴界蕾

22
论文《情境教学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

用探析》
省级 2021.01 《空中美语》 戴界蕾

23

论文《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理念策略探寻——以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英语信息化教学探索实践为例》

省级 2022.04 《英语教师》 戴界蕾

24
论文《数据驱动的英语精准教学创新实践

探索》
省级 2021.01

《教育传播与技

术》
戴界蕾

25 论文《基于大数据分析改进初中英语教学》 省级 2020.06 《课程与教学》 戴界蕾

26 论文《开启梦想 策动未来》 省级 2019.08 《江苏教育》 徐青

27 论文《对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的思考》 省级 2020.08 《教育学文摘》 徐青

28 论文《营造高欲望课堂 激发源本能学习》 省级 2020.09 《下一代》 徐青

29 论文《对企业研学组织实施的思考》 省级 2020.11
《教育周报教育论

坛》
徐青

30 论文《初中数学课堂文化育人策略初探》 省级 2020.09 《初中生世界》 张小华

31 论文《例谈初中数学课堂活动设计误区》 省级 2020.04 《常州教师教育》 张小华

32

论文《基于学生群体创新能力培养的综合

实践活动设计与实施》全省基础教育教学

研究论文评比一等奖

省级 2021.6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
徐青

33

论文《指向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培养的任务

式教学案例探究——《花朵缤纷》》二等

奖

区级 2021.12
常州经开社会事业

局
龚萍凤

34
专著：《开启梦想 策动未来——初中职业

启蒙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探索》
省级 2019.11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徐青

35
专著《深度学习视角下英语阅读教学设计

探析》
国家级 2022.11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戴界蕾



36
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劳动》

（七年级）
省级 2021.08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徐青

37
教材：《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成长手册教师

用书》（七年级）
省级 2020.08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徐青

38
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劳动与

技术》及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
省级 2019.09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徐青

39
教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成长手册》及

教师用书（三年级上下）
省级 2019.09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徐青

40
教材：《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成长手册》（七

年级）
省级 2019.07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
徐青

（2）核心成员优秀案例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案例级别 研究时间 组织单位 作者

1
《处理与统计数据》教

学案例

第八届全国中小学

新课标优秀教学设

计评比

全国一等

奖
2020.6

中国教育学会

基础教育评价

专业委员会

张宇红

2
《7A U8 Welcome》教

学设计案例

全国第二届智慧课

堂创新大赛

全国冠

军
2020.11

中国教育技术

协会
戴界蕾

3

《7B U8

Pets(Revision)》教学

案例

2019 全国优质课资

源竞赛

全国一等

奖
2019.11

教育部基础教

育优质课程研

究中心

戴界蕾

4
《7A U2 Integrated

skills》教学案例

2020 年央馆新媒体

新技术大赛暨第十

三届全国中小学创

新课堂教学实践观

摩活动

全国二等

奖
2020.4

中央电化教育

馆
戴界蕾

5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课后服务创新实践行

动暨跨学科融合教学

探索活动案例

信息化教学创新典

型案例

江苏省优

秀案例

2022.04.

01

常州市教师发

展学院
戴界蕾

6
《筑创•建筑模型》教

学设计案例

第三届中小学实践

教育资源

江苏省一

等奖
2021.12

江苏省装备与

勤工俭学管理

中心

徐青

7

《基于学生群体创新

能力培养的综合实践

活动设计与实施》论文

案例

全省基础教育教学

研究论文评比

江苏省一

等奖
2021.6

江苏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徐青



8

《科普开学第一课—

—探秘成语中的科学》

教学设计案例

第三十二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

江苏省二

等奖
2021.8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科学技

术协会等

徐青

9

《技术型吃货体验营

——关于人类科学饮

食的研究报告》研究性

学习案例

常州市中小学研究

性学习成果评选

常州市特

等奖
2020.6 常州市教育局 徐青

10

《数字气象站 ——体

验物联网技术》软件设

计案例

常州市多媒体教育

软件比赛

常州市一

等奖
2020.1

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孔海斌

11

《线上教学现智慧 立

德树人展担当》教学案

例

常州市首批线上教

学优秀案例评比

常州市一

等奖
2020.04 常州市教育局 戴界蕾

12

《基于混合式学习的

英语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案例

2022 年常州市信息

化教学优秀案例评

选

常州市一

等奖
2022.07

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戴界蕾

13

《基于设计的“课程开

发”校本研修规划与实

施 》教学案例

常州市第七届校本

培训论文案例评选

常州市二

等奖
2020.12 常州市教育局 戴界蕾

14
《家庭厨房实验盒研

发推广之旅》教学案例

江苏省第三十一届

青少年科技实践活

动获奖项目

常州市二

等奖
2019.11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科学技

术协会等

徐青

15

《初中职业启蒙教育

的实践路径研究》科学

成果案例

常州市第十六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常州市三

等奖
2020.11 常州市教育局 徐青

16

《城郊初中 TCC 课程

开发的行动研究》发展

案例

常州市第七届学校

主动发展优秀项目

常州市三

等奖
2019.11 常州市教育局 孔海斌

17
《体验物联网》教学案

例

常州市信息化教学

展评

常州市区

二等奖
2021.12

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张宇红

18
《画方形和圆形》教学

案例

经开区中小学信息

化教学能手评优课

比赛

经开区二

等奖
2021.12

常州经济开发

区教师发展中

心

龚萍凤

19
《让图片展示我们的

美丽》公开课教学案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0.11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孔海斌

20
《图片让生活更美丽》

公开课教学案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0.11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孔海斌



21
《让我们一起创作图

画》公开课教学案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0.11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孔海斌

22
《DIY 制作公益海报》

公开课教学案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0.11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孔海斌

23

《当地老年人生活状

况调查》公开课教学案

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1.6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徐青

24
《有理数复习小结》公

开课教学案例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

堂
省级 2020.9

江苏省名师空

中课堂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张小华

25
《学用软件助力学习》

公开课教学案例
公开课 市级 2022.11

克州教师培训

中心
孔海斌

26
《获取与加工音频》公

开课教学案例
公开课 市级 2019.12

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高金东

27

《科技助推梦想——

认识和理解图形化编

程》研究案例

研究案例 市级 2020.8
江苏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张宇红



二、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概述（包含成果的社会效益）

（一）理论成果

1.形成科技教育课程实施的理性认识

课题组通过行动实践研究形成了对科技教育课程实施的理性认识：

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加强青少年科学创新教育普及工作和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通过创设 TCC科

技教育新课程研究，形成“科普教育+科创教育”融合实施的科技教育新课程理念，

能够积极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新规划精神，优化对

青少年的科普知识教育和科学创新教育，积极发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教育

作用，积极履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的教育使命，实现普遍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和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教育目的。

2.形成 TCC科技教育新课程实施模式

课题研究的探索成果最终体现在形成了 TCC科技教育新课程实施模式，归纳形

成了 TCC课程实施方案（详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3：TCC课程实施方案”），

形成了课程设置策略、辅导学习策略、资源配置策略、学习评价策略等课程实施策略，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TCC课程设置策略

TCC课程实施由科普教育与科创教育两个科技教育板块组成，研究形成了 TCC

课程内容和实施安排（详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5：TCC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安

排表”）。其中，形成了 TCC课程“科普教育”课程设置策略（详见“课题结题报告

——附件 6：TCC‘科普教育’课程实施安排表”），研究进一步形成的“科普常识学

习”课程内容（详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7：TCC课程‘科普常识学习’课程内

容安排表”）；TCC课程“科创教育”课程设置内容主要围绕机器人、仿生机器人、

无人机、物联创客等项目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具体通过校本课程让部分对科技研究有

特长爱好的学生开展科技知识的专项研究学习，从而促进部分优秀学生在科技方面能

够形成特长发展。另外，通过社团活动让不同年级并且对科技知识感兴趣的学生形成

学习团队开展课后科技知识的共同学习，从而促进学生在优良的学习氛围中提高对科

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

(2) 课程辅导学习策略

TCC课程项目一般采用集中普及学习、自主普及学习、互助探究学习、竞赛强

化学习等辅导学习策略，体现启发式、探究式、开放式教学过程。其中，“集中普及



学习”通过课堂教学、交流讲座、实践体验等形式开展学习；“自主普及学习”通过

竞赛答题、专题宣传、主题阅读等方式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互助探究学习”通

过传承研学、合作研学、竞赛研学等方式组织学生开展探究学习；“竞赛强化学习”

通过学生赛前强化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在规划策划、创意思维、责任担当等方面的能

力与意识得到提高。

(3) 课程资源配置策略

课题组研究形成了 TCC课程资源配置策略，重点关注教师、设备、场所和教材

等课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4) 课程学习评价策略

课题组重点研究对学生开展激励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和多元性评价，

具体形成竞赛激励机制、等级奖励机制、军衔晋升机制、成果展示机制等评价方式，

实现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提高学

生的竞争力与创造力的评价目的。

（二）实践成果

1. 形成科技教育课程基地资源

研究组成员所在学校形成科技教育课程基地资源：常州市丽华中学获得了“常州

市青少年科普创作俱乐部”、“江苏省科普科幻教育基地”等荣誉成果；常州市同济中

学获得了“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成果。

通过“俱乐部”、“基地”建设形成的目标指引性，课题组基本形成了围绕 TCC课程

建设的课程设置、资源配置、辅导学习、学习评价等研究内容的行动研究策略。其中，

常州市丽华中学依托“常州市青少年科普创作俱乐部”成功举办了两届“常州市中小

学科幻作文大赛”；常州市同济中学无人机、机器人均获得“常州市十佳百强社团”

荣誉称号。常州市各家电视台及报纸报刊通过电视新闻报道、微信推送等多种形式，

多次宣传常州市同济中学、常州市丽华中学科普教育和科技教育工作，有效促进了学

校宣传工作和课题成果推广效应。

2. 形成 TCC科技教育推广资源

课题组核心成员共参与各级各类评优课、研究课 40节（详见“课题结题报告—

—附件 9：核心成员评优课、公开课研究成果一览表”）；举办各类专题讲座 33次（详

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10：核心成员讲座推广研究成果一览表”），形成了具有

推广意义的 TCC科技教育推广资源。

3. 形成核心成员教师专业发展



课题研究有效转变教师教育理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形成教师科技教育专业技

能特长，获得各级各类竞赛评比荣誉成果（详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11：核心

成员个人获奖和荣誉研究成果一览表、附件 12：核心成员科技教育获奖和荣誉研究

成果一览表）。

4. 形成学生个性特长长远发展

课题组教师辅导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活动屡获佳绩，有效促进学生个性特长长

远发展（详见“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13：核心成员辅导学生获奖研究成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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